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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 

4 月 29 日至 5 月 3日，纽约 

临时议程项目 15  

地名数据文件和地名录 

 

 

 

 

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 

中国分部提交 

内容提要：依托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，中国基本建

成包含 11 大类地名类别、1300 多万条地名信息的中国国家

地名信息库，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地名信息化服务。目前，

信息库已投入试运行。 

 

2014年至 2018年，中国依托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，

组织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建设。经过 4年多的努力，基本建

成了地名信息库，实现试运行。 

一、总体情况 

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包含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形成

的 1300多万条地名信息、74万条地名标志信息、5500 条界

线信息、2.8万颗界桩信息、89万条地名原读音等信息，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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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了全国 2800 多个县级政区。地名种类包括陆地水系、陆

地地形、行政区域、群众自治组织、非行政区域、居民点、

交通运输设施，水利、电力、通信设施，纪念地、旅游景点,

建筑物、单位等 11 大类地名类别，数据类型包括地名“音、

形、义、位、类”等属性信息，既有文字信息也有照片语音

等多媒体信息，以及地名专用字、专读音等专有信息。 

二、特点与作用 

总体上，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具有信息准确、内容全面、

现势性强、标准化程度高的特点，能够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

信息化地名服务。 

一是有利于满足社会对标准地名信息的需求。地名是人

们日常交流交往的重要工具。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

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加速流动，社会各界对地名信息的需求

日益强烈。数据库建设由地名主管部门牵头，交通、水利、

旅游等各专业主管部门配合，全国 80 多万人的地名普查队

伍，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收集资料、采集信息、考证核实，采

集地名信息经过自查、核查、验收和复验等诸多环节，有效

保证了信息完备、数据准确。国家地名信息库上线后，分类

分级多渠道结合进行地名信息动态更新，能够满足新时代人

民群众对地名信息的需要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

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。 

二是能够为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提供有效支撑。地名是国

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。近年来，中国城乡面貌发生了巨

大变化，大量新地名不断产生，许多老地名逐渐消亡。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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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地名信息库，既有现今地名也有历史地名，既包含音形

义等地名基本信息，也包括地名来历含义和历史沿革等文化

信息，涉及与地名文化相关的俗语、名言、传说、民俗、诗

词、文献、历史事件、乡土物产、民间艺术等各方面地域文

化信息。可以说，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既是一个地名基本属

性信息的规划数据库，也是地名多样文化属性信息的文化资

源库，能够为加强地名文化建设与保护提供充足的资源养

料。 

三是实现普查成果有效利用的重要方式。第二次全国地

名普查采集数据量达到近百 TB，数据种类多样全面。能够为

国家人口、法人单位、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、宏观经济信息

等国家信息资源库建设提供地名信息支撑。地名信息库还开

设了意见反馈、地名研究、地名申报等栏目，鼓励社会各界

积极参与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建设。以专题数据为重点，提

供资源下载、共享数据接口，向社会共享地名信息，能够推

动社会各界以此为基础开发多样地名信息化产品。 

三、下步打算 

下一步，中国将继续依托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，

建设好国家地名信息库，运用“互联网+”、大数据等现代

信息技术，不断提高地名普查成果质量，完善地名信息。

分类分级、线上线下多渠道结合开展地名信息更新，建设

动态更新的全国地名数据资源体系。建立健全地名信息资

源共享机制，及时向社会提供地名信息。深入整理、挖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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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地名普查成果资源，加快编纂出版标准地名图、录、

典、志等工具书，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地名信息化服务。 


